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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泉州市文
旅局、教育局和科协等
部门积极合作，大力支
持 研 学 活 动 的 发 展 。
有关部门与机构精心
策划一系列高品质的
研学项目，推出丰富的
体验活动、精品路线、
消费优惠等，并培育出
优秀的宣讲团队，在吸
引学子们到来的同时，
也为泉州的非遗传承、
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
赋予动能。

研学热“点燃”经济动能
当前，泉州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研学之城”，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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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沉浸体验
感受刺桐非遗

为进一步提升研学活动的体
验感和获得感，泉州策划了丰富多
彩的体验活动

暑假是研学游市场全年最热闹的
时期。携程发布的《2024暑期旅游市
场预测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研学
类产品仍然备受欢迎，相关产品订单同
比增长七成。飞猪统计也显示，7月以
来，平台上“研学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
增长超60%。泉州作为近几年全国火
爆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海丝文化与世
遗名片的加成下，成为大中小学生研学
的热门选择。

暑期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洋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众
多高校的学子，不约而同地选择泉州
开展社会实践。他们结合专业所学，
揽刺桐盛景、溯海丝之路，领略世遗泉
州非遗魅力。

热度之下，泉州官方也推出系列研
学项目。7月底，由泉州文旅局主办的

“青春不设限 泉州见‘世’面”2024年

高校学子海丝行活动正式开营。该活
动自招募以来，共收到海内外370多所
高校的752名大学生报名申请，最终遴
选出30位青年学子体验7天6晚的世
遗泉州之旅。据悉，本次海丝行包含

“一项文化课程”“一日古城打卡”“一次
创作计划”“一场青年对话”等活动。高
校学子通过城市走读研学的方式，体验
闽南戏窝子互动课、惠安花头巾美学
课、安溪茶艺品茗课、永春香道修身课、
德化陶瓷器物课等泉州非遗特色课
程。青年学子姜雨表示：“此次海丝之
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泉州文化的独特
魅力。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携手并
进，加强对海丝泉州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让更多人了解和热爱这片土地。”

8月初，泉州文旅局联合泉州市文
物保护中心、泉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共
同举办第七届两岸大学生闽南文化体
验营。来自两岸22所高校的100名
师生聚焦闽南文化与传统聚落，实地
考察了南安文庙、惠安文庙、洛阳桥及
洛阳古街、晋江梧林社区、施琅宅祠、
安平桥等世界文化遗产及文物保护单
位，走访了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传
习所、尚艺大木作基地等闽南传统建
筑相关的传习所和企业，还在泉州市
博物馆广场搭建构筑物，增进了两岸
青年对闽南文化的认同感。

事实上，这个假期还有许多海外青
少年来泉研学，近距离感受刺桐古城的
魅力。例如“青春有梦·世界同心”中外
青少年人文交流活动，“研学世遗 品味
泉州”2024泉台青少年研学营，“侨见
世遗之美，根寻华夏之光”中华文化寻
根之旅等，参与活动的学子不少为泉籍
华裔青少年，此次来泉是希望能深入了
解家乡。“我从小就很喜欢中华文化和
泉州文化，也曾体验过南音、福船制作
等非遗文化，这次我想要进一步了解家
乡的历史。我希望能让世界上更多的
人了解中国，了解泉州，希望自己能做
祖国与住在国的友谊之桥、常青之桥，
为传播中华文化而努力。”参加第二届
侨界菁英子女侨见世遗泉州研学之旅
的许伊晗同学说道。

为进一步提升研学活动的体验感
和获得感，泉州还策划了丰富多彩的体
验活动。其中，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举办“海丝泉州·共享非遗嗨一夏”暑期
非遗主题活动，几乎每天都进行非遗展
演，提供非遗体验；“桑梓情深”华侨主
题剧本沉浸式体验活动以青少年流行
的游戏形式讲述华侨故事；“小小文旅
推荐官”活动让孩子们在演讲中深入了

解泉州的文化底蕴；“福娃乡音·泉音有
鲤”小小闽南语传承人公益培养班则为
闽南语的学习与传承提供平台……

此外，非遗公益展演、非遗市集、非
遗快闪、非遗文创沙龙、非遗小吃展销
等也不时上新，为前来泉州研学的学子
创造沉浸式的体验，有助于世遗泉州非
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研学赋能产业
共绘振兴新篇

围绕工业遗址、观光工厂和
工业博物馆展开的活动成为热门
研学路线之一，也有研学项目从乡
村发掘“课程”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
鼓励依托工业生产场所、生产工艺和
工业遗产开展工业旅游，建设一批国
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家工业遗产
管理办法》明确，支持利用国家工业遗
产资源，开发具有生产流程体验、历史
人文与科普教育、特色产品推广等功
能的工业旅游项目。有关政策为工业
旅游发展指明方向，也为研学课程设
置提供灵感。

近年来，泉州立足于制造业发达和
发展优势，聚焦一二三产联动，深入实
施“文旅+”战略。其中，支持发展工业
旅游，围绕工业遗址、观光工厂和工业
博物馆展开的活动成为热门研学路线
之一。

6月，泉州发布以“魅力开发区 潮
趣心体验”为主题的工业研学线路，其
中涵盖品味文化的研学之旅——“味
道的秘密”，感受时尚品牌的研学之
旅——“创意的力量”和泉州晚报社的
印迹研学之旅——“报纸的诞生”三条
线路。此次工业研学将过去枯燥的工
厂升级为“活化”博物馆，学子们来到安

记食品、腾趣集团、丽高食品、友臣集团
等食品企业，了解食品制作的工序；又
参观了特步、九牧王、杰米熊等知名鞋
服企业，探索产品在科技与创新、传统
与时尚的碰撞下焕发生机的秘密；还在
制香技艺传习所体验制香，在印刷厂体
验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参与制作属于
自己的私人定制版报纸……

7月，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
院师生来到德化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实践队通过参观古窑遗址、陶瓷展馆，
对话陶艺匠人、传承人，走访实践基地、
企业等方式，了解了德化陶瓷从古至今
的发展历程和不同历史时期陶瓷技艺
的特点与演变，体悟了瓷都人民的勤劳
智慧与开拓创新精神。师生们表示未
来将发挥专业优势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实践工作，以青春之力赋能文化遗产保
护。实践队还到访泉州工艺美院三创
园大学生陶瓷艺术创作实践基地和德
化县瓷艺城，开展校地合作签约共建、
授牌仪式，并围绕人才培育、就业创业、
创新实践等方面座谈交流。

“民营经济是泉州发展最大特色、最
大优势和最宝贵财富。但当前泉州在产
业分布上仍以传统产业为主，新兴产业
还处于发展阶段。如何在将传统产业的
存量做扎实、将传统产业做优做好的基
础上推动新兴产业的顺利入局与稳步发
展？我认为，只有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
相辅相成、齐头并进，城市的经济才能够
稳步发展、蒸蒸日上。”华侨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教授陈金龙表示。“工业+旅游”是
破局的合理探索之一，兼具知识性、科技
性和体验性的工业游一方面能让学子们
深入了解产业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有可
能吸引更富创造力的年轻人进入，为产
业的升级转型提供帮助。

除去制造业，另有一些研学项目从
乡村发掘“课程”。例如泉州师范学院
社会实践团队前往安溪县官桥镇驷岭
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深入深山野岭、
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
该村的历史人文、地质地貌、气候水文、
自然资源等情况，在严谨的深度访谈和
资料搜集后，帮助驷岭村编纂村志；泉
州海洋职业学院艺术体育学院组织学
生前往石狮市蚶江镇，以少儿暑期托管
班形式设置了艺术素养、体育运动、课
业辅导等多维度课程，丰富当地儿童的
假期生活。实践队又组织了红色主题
教育，通过讲述爱国英雄的事迹，激发
当地儿童的爱国情怀。

业界分析，借助研学的形式能让更
多的青年大学生参与到和美乡村建设
中来，不断为乡村文化振兴与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优秀
乡村文化。

非遗馆内非遗馆内，，游客体验提线木偶游客体验提线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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